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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整体分析国内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ＣＤＳＳ）领域专利权
人技术情况，为ＣＤＳＳ相关技术研究提供借鉴。方法／过程 从公开趋势、专利分布、技术领域分布等方面对
ＣＤＳＳ公开专利数据进行分析，划分专利权人类别，依靠词频和词间向量分析其技术关注情况，基于活跃专
利权人分析技术关联和专利独占相关情况。结果／结论 ＣＤＳＳ专利公开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该领域在国内
尚未形成技术垄断，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应关注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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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ＣＤＳＳ）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针对半结构化
或非结构化的医学问题，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提高

决策效率的计算机系统［１］。其对提高医疗质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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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医疗差错及控制医疗费用支出具有重要意义。为

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增加市场占有率，专利持有人

通常会在目标市场申请专利［２］。因此，分析公开专

利能了解专利持有人对不同技术领域的关注程度。

本研究旨在从专利公开趋势、申请人类型和技术领

域等方面［３－４］对国内 ＣＤＳＳ领域专利持有人的技术
情况进行分析。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以 （Ｇ１６Ｈ／ＹＹ）（１／ＰＴ＋８／ＰＴ）为检索式，
在专利之星数据库检索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２年８
月４日的 （发明专利）公开专利，共２７４１５项，依
据专利标题和摘要通过人工关键词筛选的方式进行

数据清洗，得到ＣＤＳＳ相关专利２６１３项。在数据清
洗阶段，首先构建 ＣＤＳＳ领域关键词库，而后清洗
掉专利摘要中不包含关键词库中关键词的专利。关

键词有：辅助诊断、医学知识查询、病历、用药、

手术方案、医嘱、护理、知识库、知识图谱、智能

诊断、智慧诊断、决策支持、决策系统、支持系

统、辅助系统、辅助决策、辅助支持、辅助诊疗、

分级诊断、保险、知识、预诊、数据库、质量评

价、科研、辅诊、自动、质控、处方、智能推送、

预警、个性化推送、个性化推荐、警示。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信息计量学、独热编码词嵌入等研究方

法，从国内 ＣＤＳＳ专利权人的总体情况、技术分布
情况、各类别专利权人的技术关注情况、活跃专利

权人的技术关联和技术独占等角度展开分析，使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以及 Ｐｙｔｈｏｎ３１０中的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和 ｐｙｅ
ｃｈａｒｔｓ包进行自主编程，对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国内ＣＤＳＳ公开专利总体情况分析

３１１　专利数量分析　ＣＤＳＳ专利逐年公开数量
及其增长率，见图１。领域内专利公开数量逐年递

增；新公开专利年增长率在 ２０１８年达到顶峰，而
后趋于平缓；ＣＤＳＳ领域仍处于快速增长期，预计
未来新公开专利数量仍将平稳上升。

图１　ＣＤＳＳ专利逐年公开数量

３１２　技术分布分析　对所有公开专利进行国际

专利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ｃｌｓ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ＰＣ）

统计，Ｇ０６、Ａ６１、Ｈ０４和Ｇ０１等技术领域的专利数

量位于前列［５］，见表１。

表１　ＣＤＳＳ公开专利领域分布

技术领域 数量 （件）

Ｇ０６：计算；推算；技术 ４３２

Ａ６１：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８２

Ｈ０４：电通信技术 ２３

Ｇ０１：测量；测试 １４

Ｇ０８：信号装置 ９

Ｃ１２：生物化学；啤酒；烈性酒 ７

Ｇ０７：核算装置 ５

Ｇ０９：教育；密码术；显示；广告 ４

Ａ６３：运动；游戏；娱乐活动 ３

Ｈ０５：其他类目不包括的电机术 ２

Ｇ１０：乐器；声学 ２

Ｆ２５：制冷或冷却；加热和制冷的联合装置 １

Ｂ６５：输送；包装；贮存 １

Ｂ２５：手工工具；轻便机动工具 １

３２　各类别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分析

将专利权人划分为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个

人４个类别，分别赋值 ［个人 －０，企业 －１，研究

机构－２，高校 －３］。其中，将已从企业中独立的

以研发而非营利为主要目的专利权人 （如阿里巴巴

达摩院科技有限公司等）、医院类专利权人、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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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类专利权人、疾控中心类专利权人、国家机关

类专利权人、科技基础平台类专利权人视为研究机

构；将大学董事会视为高校。使用独热编码和词嵌

入方法将ＣＤＳＳ专利划分为辅助诊断、影像识别与
解释、治疗方案规划和评估、风险评估、医嘱输入

和电子处方、过程支持系统、循证检索及专家支持

系统等７个子领域，进行进一步分析。
３２１　个人类专利权人分析　ＣＤＳＳ领域共有１７０名
个人专利权人，共占有１９９件专利。利用词频和词间
向量，选取个人类专利权人所占有专利的前１５个技术
主题，制作个人类专利权人技术关注图，见图２。个
人类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分布较为分散，可能是个

体研究者或所属单位的研究人员［６］。

图２　个人类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

３２２　企业类专利权人分析　企业类专利权人共
占有１４３１件专利，在４个类别中占有专利数量最
多。选取企业类专利权人所占有专利的前１５个技术
主题，制作企业类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见图３。

图３　企业类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

企业类专利权人通常更关注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在ＣＤＳＳ领域关注重点为基于终端输入和存储
介质的医嘱输入和电子处方系统。致力于改善医嘱

和电子处方输入过程的各环节，投入具体终端设

备，以满足市场需求。技术期望特点是先有市场需

求然后进行研发。目前，医嘱和电子处方的书写和

内容格式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导致录入和保留过

程需要大量手工操作［７－８］，浪费信息存储单位的资

源。针对这一问题的技术创新符合企业利益。企业

通过提供实体硬件产品实现利润，并推动由竞争引

起的实用型技术革新［９］。

３２３　研究机构类专利权人分析　研究机构类专
利权人共占有５０４件 ＣＤＳＳ领域专利。研究机构类
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见图４。

图４　研究机构类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

　　在ＣＤＳＳ领域，研究机构类专利权人由于承担
研发任务，在相关领域积累了更多经验和技术，相

较于其他类型的专利权人占有更多专利。医院倾向

于开发满足其自身需求的 ＣＤＳＳ平台、药物处方系
统和放射科室使用的影像识别系统。疾控中心则专

注于建立多款传染病风险评估系统。其他国家行政

中心注重通过特征采集和筛查进行信息采集和管理

过程质量控制。研究机构类专利权人对机器学习方

法较为关注，发明人通常是全职研究人员，应用人

工智能方法的趋势明显。

３２４　高校类专利权人分析　高校类专利权人共占
有４４２件专利，高校类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见图５。

图５　高校类专利权人技术关注情况

　　高校类专利权人的专利主要集中在辅助诊断系
统领域，开发方法以机器学习和分类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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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高校类专利权人多为脱产学者，其发明专利有

一部分是研究课题的附属品。当前，高校在循证检

索及专家支持系统方面投入相对较少，与理论研究

热度不符。这表明，高校在 ＣＤＳＳ领域的 “产学研

一体化”仍有提升空间。

３３　活跃专利权人分析

３３１　活跃专利权人技术分布分析　设定占有专
利数量最多的前１％的１４位专利权人为活跃专利权
人，其中企业类专利权人１３名，个人类专利权人１
名。活跃专利权人拥有的公开专利涉及５个 ＩＰＣ技
术领域大类，见表 ２；涉及 ＩＰＣ技术领域 １４１个，
见图６。

表２　单位／个人ＣＤＳＳ公开专利大类分布

ＩＰＣ技术领域大类 数量 （件）

Ｇ０６：计算；推算；技术 ５３２

Ａ６１：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２８

Ｇ１０：乐器；声学 ７

Ｇ０８：信号装置 ２

Ｇ０９：教育；密码术；显示；广告 １

图６　活跃专利权人技术领域热度

　　按照公开专利数量对专利权人排序，见表 ３。
经调查，平安集团下含３个独立专利权人，共有公
开专利３９３件，占领域内公开专利总量的１５％

表３　公开专利各单位／个人分布状况

专利权人 数量 （件）

平安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 ２１３

四川医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７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２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１２１

浙江大学 １０７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

医渡云 （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９０

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６１

华南理工大学 ６０

合肥工业大学 ５７

皇家飞利浦有限公司 ５１

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

曹庆恒 ３９

其他单位和个人 １３３４

　　注：表示平安集团旗下专利权人。

３３２　活跃专利权人技术关联分析　部分专利权
人的公开专利存在技术相关性。由于 ＣＤＳＳ领域还
未形成明确的技术竞争格局，以上专利权人的技术

具有较强趋同性。美国 《开拓未来的先进计算生态

系统战略计划》将先进计算生态系统作为战略目

标［１０］，与之相关的两个ＩＰＣ技术领域 （Ｇ０６Ｎ３／０４、
Ｇ０６Ｎ３／０８）常在同一件专利中出现，这种现象在活
跃专利权人的占有专利中广泛存在，说明计算机生

态系统已经成为国内 ＣＤＳＳ领域活跃专利权人的重
要关注领域，见表４。

表４　Ｇ０６Ｎ３／０４、Ｇ０６Ｎ３／０８技术领域公开专利数量 （部分）

单位／个人 Ｇ０６Ｎ３／０４ Ｇ０６Ｎ３／０８ 单位／个人 Ｇ０６Ｎ３／０４ Ｇ０６Ｎ３／０８
平安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 １４ １５ 合肥工业大学 ３ ２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７ 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２ １
浙江大学 ６ ５ 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１
医渡云 （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４ ５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５ ４ 四川医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０
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４ 皇家飞利浦有限公司 ０ ０
华南理工大学 ６ ２ 曹庆恒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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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活跃专利权人技术独占分析　企业在创新
链上游环节的科学研究成果更多是为了增强产品市

场竞争力，从而占据更多市场份额及利润［１１］。几乎

每个公司都有独占技术，即有且只有该公司在该领

域拥有公开专利。但是每个领域的专利数量很

少［９－１３］，基本只有１件，见表５。

表５　单位／个人技术独占情况

单位／个人 项数 主分类号及件数 件数合计

皇家飞利浦有限公司 ９ Ｇ０９Ｂ２３／２８（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０（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２４（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２４５

（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４５２（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８（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９１（１件）、

Ａ６１Ｂ５／１４５５（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２９５（１件）

９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８ Ｇ０６Ｋ１９／０６（１件）、Ｇ０６Ｆ１１／３６（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９３（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２２（１

件）、Ｇ０６Ｆ４０／２４２（１件）、Ｇ０６Ｆ４０／２８４（１件）、Ｇ０６Ｋ１９／０６（１件）、

Ｇ０６Ｆ１１／３６（１件）

８

平安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 ７ Ｇ０６Ｆ１７／１６（３件）、Ｇ０６Ｆ４０／４４（１件）、Ｇ０６Ｆ４０／２７９（１件）、Ｇ０６Ｆ１７／１４

（１件）、Ｇ１０Ｌ１７／２２（１件）、Ｇ１０Ｌ２５／６６（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９０３（１件）

９

浙江大学 ６ Ｇ０６Ｆ１９／２８（１件）、Ｇ０６Ｆ１９／２６（１件）、Ｇ０６Ｆ１９／２４（１件）、Ｇ０６Ｆ１９／２０（１

件）、Ａ６１Ｆ５／３７（１件）、Ａ６１Ｂ９０／８０（１件）

６

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 Ｇ１０Ｌ１７／０６（１件）、Ｇ１０Ｌ１５／２６（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６８３（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６８

（１件）、Ｇ０６Ｎ３／１２（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９０１（１件）

６

华南理工大学 ５ Ｇ０６Ｆ１６／９５７（１件）、Ａ６１Ｂ５／０４０２（１件）、Ａ６１Ｂ５／１４５（１件）、Ｇ０６Ｔ７／２３８

（１件）、Ｇ１０Ｌ２５／６３（１件）

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４ Ｇ０６Ｆ１６／９５１（１件）、Ａ６１Ｊ７／０４（１件）、Ｇ０６Ｎ７／００（１件）、Ｇ０６Ｑ１０／０２（１

件）

４

合肥工业大学 ３ Ｇ０６Ｆ１６／９５３６（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３３８（１件）、Ｇ０６Ｆ４０／１３４（１件） 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２ Ｇ０６Ｔ７／９０（１件）、Ｇ０６Ｔ７／６２（１件） ２

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 Ｇ０８Ｂ３１／００（２件） ２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Ｇ０６Ｆ９／５０（１件）、Ｇ０６Ｆ１６／９５８（１件） ２

四川医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Ｇ０６Ｆ１６／２４８（１件） １

医渡云 （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０ 无 ０

曹庆恒 ０ 无 ０

４　结语

本研究针对国内 ＣＤＳＳ领域近８年的专利权人
技术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从专利权人类别角度分析

发现：个人类专利权人的技术分布较分散，没有明

显技术专用趋势；企业类专利权人主要关注基于终

端输入和存储介质的医嘱输入和电子处方系统；研

究机构类专利权人在 ＣＤＳＳ领域占有技术专用趋势
最强，这可能与其研究机构的科研资源和研究重点

有关；高校类专利权人的专利主要集中在以机器学

习和分类计算方法开发的辅助诊断系统领域，显示

出高校在ＣＤＳＳ技术研究方面的活跃性。

针对活跃专利权人的分析发现：国内 ＣＤＳＳ领

域尚未形成技术垄断，新兴专利权人仍有技术突破

机会；计算机生态系统是国内 ＣＤＳＳ领域活跃专利

权人重要关注领域；绝大部分活跃专利权人在

ＣＤＳＳ领域均拥有独占技术，其中平安集团是国内

在该领域最重要的专利权人，在多个 ＣＤＳＳ相关领

域占据一定技术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平安集团在

保险业务方面具有垄断规模。因此，政府部门和研

究机构应关注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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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多维度分类方式，将专利权人分为

个人、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类型，并通过对比

分析不同类型专利权人的技术特点和专利布局，揭

示国内ＣＤＳＳ领域技术发展态势，以期为政府部门、
研究机构以及相关从业者全面了解国内 ＣＤＳＳ领域
专利技术情况，制订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本

研究尚待进一步挖掘相关专利权人在该领域专利布

局的原因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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